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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因工程及其分子生物学基础:基因工程分册(第2版)》是高等院校生命科学专业基础课教材系列之
一。《基因工程及其分子生物学基础:基因工程分册(第2版)》包括：基因工程的四大要素及实施要点
、外源基因在宿主细胞中的高效表达、基因的融合和融合蛋白的表达、外源基因的分泌表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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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静国忠（Jing Guozhong），河北玉田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崔之兰先生。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
究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资深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
    研究工作涉及领域：基因表达调控，蛋白质及新生肽链折叠，蛋白质结构功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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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酵母表达体系是真核细胞中应用最广的外源基因表达体系。作为一种单细胞的低等真核生物，酵
母细胞具有对外源蛋白进行翻译后修饰的能力；由于其对营养要求低、生长快，可通过大规模高密度
发酵产业化。利用酵母表达系统最成功的例子之一是利用酵母表达系统表达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制造
乙肝疫苗，惠及亿万民众，特别是儿童。酵母表达体系有两种：细胞内表达和分泌表达。胞内表达的
长处是重组蛋白的产率较高；其不足之外是细胞难破碎，给重组蛋白的抽提、纯化带来困难。此外，
胞内表达还面临三方面的问题：①重组蛋白质翻译中和翻译后的修饰与哺乳动物细胞不同，酵母蛋白
的糖基化仅仅是甘露糖基化（manno-sylation）；②易受蛋白水解酶降解；③为表达和纯化而加到重组
蛋白N或C端的标签可能使重组蛋白变得不可溶并在细胞中聚集。　　分泌表达是酵母表达体系中另
一种外源基因的表达形式。翻译共转移（co-translatedtransition）是目前研究得较为清楚的分泌途径。
当外源蛋白的N端信号肽刚从核糖体合成出来，信号识别蛋白（signalrecognized protein，SRP）就立即
与之结合，核糖体的翻译过程暂停；随后，SRP引导着新生肽链及核糖体与内质网上的SRP受体相结合
，再由信号识别蛋白受体引导至内质网上的跨膜通道sec61复合体，翻译过程重新被启动。新生肽链由
此通道进入内质网，在此，信号肽被信号肽酶切除；进而在分子伴侣Bip和PDI（二硫键异构酶）的辅
助下，肽链形成正确的构象，最后经高尔基体（Go1gi）的进一步修饰，转运到特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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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是我们老师指定的教材，价格不是很贵，但是内容很全面，很值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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